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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内容概要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
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
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
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
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
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凌志军编著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从评述中关村1980到2006年的
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
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
、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
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
地上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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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志军
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
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
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
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
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
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
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
 “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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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书籍目录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曙光在前
　——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
　——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
　——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
　——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
　——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
　——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
　——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
　——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
　——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
　——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
　——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
　——从现在开始，前十年是你的，后十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
　——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
　——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
　——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
　——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
　——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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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
　——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
　——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
　——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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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争论产生于陈春先和管惟炎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今天那些研究中关村的人们，都倾向于把它看作
是改革者与因循守旧者之间的斗争。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不能认定管惟炎是个保守主义的代
表人物。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人世，缅怀他的人都说他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考虑到此人毕生的言
行贯穿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性，人们对他在80年代初期成为陈春先的对立面感到困惑，即使是那
些研究者，也会回避一些关键情节。如今回头看，我们可以在当时国家大形势中找到这场争论的反衬
。文人的不满现状和走投无路，可以为陈春先的红杏出墙提供注脚。而“打击经济犯罪”运动却也如
火如荼地持续了九个月，检察机关把32605件经济案件立案侦查，把12698人逮捕收监，这些都可以成
为所长管惟炎对属下严加管束的理由。然而尽管大势所趋，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这两人的
分歧背后，还有着某种纯粹属于个人的因素。　　管惟炎比陈春先年长六岁，两人的经历、专长与成
就如出一辙。前者是低温物理学家，后者是理论物理学家；前者在超导物理领域有着重大贡献，后者
则在受控热核聚变的基础研究中成就卓越。当陈春先在1957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时候，管惟炎也
是这个大学的学生，不过，他很快就因论文的独创性而提前毕业。这样看来，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专
业资历，管惟炎都在陈春先之上。　　但是陈春先很快进人事业高峰。他领导的小组建成了中国第一
台“托卡马克装置CT一6”。这一成果在1978年3月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被评为一等奖。这时的陈春先
看上去并不比他的那位上级逊色。他能成为当时科学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一个佐证。但是，根
据一位中关村历史的研究者徐文华的叙述，随后发生的事情对陈春先来说是一个打击。在中国科学
院1980年举行的一次新院士的选拔中，管惟炎成为院士，当初和陈春先一同提拔为研究员的另外两个
年轻人，陈景润和何祚庥，也都成了院士，陈春先却被抛开。在徐文华看来，这件事“非常微妙”地
影响了陈春先的心理，甚至成为他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这一情节很可能导致陈春先和管惟炎的
不和，因为当时就有谣言说，陈的不能人选院士，与这位所长不无关联。也许陈春先也是这样想的，
或者只是应了“文人相轻”的古老传统，陈春先和他的这位上司从此不能和睦，乃至在举办“服务部
”的过程中感到处处掣肘。这些事情虽然属于细枝末节，但却在日后陈春先与管惟炎的冲突中发生着
无形而又重要的作用。　　“道德”甚或“主义”的旗帜之下隐藏着个人的情感和动机，这在我们国
家广泛存在。陈春先与管惟炎的纷争并非第一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例。在1982年1月物理所的一次会
议上，双方发生第一次正面冲突。事情是由管惟炎挑起来的。他说陈春先“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
蚀干部”。他的证据是研究所已经“没有人搞科研了”，因为“搞服务的人有津贴，搞课题的人没津
贴”。陈春先为自己申辩：“大家只是在业余时间出去工作。”而管惟炎却不为所动。他认定，科研
人员的知识和成果都是多年积累，即使业余时间，仍然属于“公私不分的一笔账”。他越说越怒，语
言也更带攻击性。他指责陈春先“搞乱人的思想，搞乱科研秩序”。根据一位在场者的记录，这时候
陈春先终于不能克制。他站起来，“挥动那短小而有力的手臂”，反唇相讥：“我看不是搞乱了科研
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管惟炎毫不容情地把争论升级。他指控陈春先从未向他报告自
己的财务收支，其账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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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
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
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
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
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
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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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不错价格偏高
2、学习中国的商业历史
3、我们身处在校园，注意到身边的浪潮了吗？我们追溯以往，关注了当下的历史了吗？
4、阅读凌志军先生的书很久了，从《历史不再徘徊》到《交锋》再到《变化》，从政论读物到《追
随智慧》、《联想风云》，凌志军可谓是个高产作家，07年本书刚出的时候没买，而此次的再版正好
弥补了当时的遗憾。
5、这是一部在我接触到的新中国史上写得最好的历史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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